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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黄檗资源现状及可持续利用对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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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，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)

摘要：阐述了黄檗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，总结了中国黄檗资源的分布现状，分析了黄檗的濒危原因，提出了黄

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策。人为严重破坏是黄檗濒危的外部原因，林下不能天然更新等生物生态学特性是黄檗濒

危的内部原因。加强基础研究工作，逐渐建立新的药用模式，是解决黄檗保护与利用矛盾的根本出路。通过人工栽

培获取中药材以及通过种植幼树获取药用原料，可以促进黄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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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檗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．为芸香料的阔叶乔

木，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，河北、北京、内蒙古、山西有少

量分布，俄罗斯远东、萨哈林南部、朝鲜、日本也有分布n]。黄

檗分布的最北界可达北纬52。，最南界在北纬39。，在其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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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北部垂直分布可达700 m，在南部可达500 m[z]。黄檗是

我国东北阔叶红松林的重要伴生树种，是“三大硬阔之一”，

为珍贵的用材树种。黄檗也是我国名贵中药黄柏的药源植

物，其内皮(韧皮部)入药，称为关黄柏(产于四川I等地的黄皮

树的内皮则称为川I黄柏)。由于20世纪80～90年代人类的

严重破坏，野生黄檗资源急剧减少，1987年《中国珍稀濒危

保护植物名录》(第一册)将黄檗定为渐危种。

近年来，黄檗的研究多集中在药用成分分析、提取和药

效学方面，也有部分工作涉及到林学基础、病害以及与蝶类

的化学生态方面，而有关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内容鲜见

报道。为此，本文从分析黄檗的资源现状和濒危原因人手，探

讨了黄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。

1 黄檗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

黄檗是落叶乔木，树皮淡灰褐色，不规则网状纵沟裂，外

层木栓发达，内层薄，鲜黄色，味苦。木材髓心黄色，无特殊气

味。花单性，黄绿色，萼片5。花瓣5。雄花的雄蕊5，有退化

雄蕊。雄花的退化雄蕊鳞片状。聚伞或伞房圆锥花序。平均

每穗有果21个，初时绿色，成熟时蓝黑色，内光泽，核果宿

存，圆球形，径1 cm果皮浆质，有特殊气味[3]。雌雄异株，

15～20年生开始结实，有丰欠年之分，种子丰年间隔期2～3

年。种子通过食果实鸟类传播[4]。

黄檗为阳性树种，在林冠下更新不良，仅在火烧、采伐迹地

上偶尔见到小面积纯林。在分布区多为伴生树种，在黑龙江林

区常散生在河谷及山地中下部的阔叶林或红松、云杉针阔叶混

交林中，常与水曲柳、核桃楸等硬阔叶树种混交，下木层内包含

原始红松阔叶林中常见的种，如茶条槭、青楷槭、东北山梅花

等，草本层植物有毛缘苔草、四花苔草、小叶芹等[5]。

黄檗的育苗方式目前大多采用种子繁殖[6]。种子需要低

温处理，一般采用雪藏处理或层积处理，未层积处理的种子萌

发率不到层积处理的一半[7]。黄檗采种在黑龙江省最佳时期

为9月15日一25日，浆果成熟的标志是浆果颜色深紫黑色，

种子颜色棕黑色。也有人研究过扦插[81和嫁接[9]繁殖技术。

2中国黄檗资源及现状

2．1 中国黄檗资源分布及蕴藏量：黄檗主要分布区位于寒

温带针叶林区和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区，为湿润型季风气候，

冬夏温差大。冬季长而寒冷，极端最低温约一40℃；夏季较

热，年降水量400～800 mm。黄檗在中国分布于东北大兴安

岭东南部，小兴安岭、长白山、完达山、天山等山区及华北燕

山山脉北部土地。主要分布省份为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，河北、

北京、内蒙古、山西也有分布。在黑龙江省主要分布有饶河、

尚志、虎林、伊春、桦南、木兰、宝清、延寿、庆安、海林、林口、

集贤、萝北、穆棱、汤原、抚运、宾县、五常、鹤岗、鸡西、密山、

宁安、巴彦、方正、缓棱、同江；在吉林省主要分布在永吉、桦

甸、蛟河、舒兰、盘石、靖宇、敦化、临江、抚松、珲江、汪清、梨

树、东丰、辉南、安图、龙井、和龙、集安、柳河；在辽宁省主要

分布在桓仁、本溪、新宾、抚顺、清原、风城、宽甸、辽阳、鞍山、

海城、庄河、柚岩、开原、西丰、义县、绥中、营口、盖县。此外，

河北抚宁、涞水、青龙、承德等地亦产[1⋯。在山西大同、太原、

晋中、临汾等地有黄檗的引种[1“。

在分布区内，黄檗常作为伴生树种散生在阔叶红松林

中，畜积量很少，再加上人们对黄檗资源的破坏，导致黄檗资

源处于衰竭状态。据1981年与1986年对黑龙江省森工林区

的清查，黄檗蓄积量由1．008×107 m3降至3．39×106 m3，仅

5年时间就减少了2／3。至2000年，全国(除了台湾、西藏)水

曲柳、胡桃秋、黄檗的总面积为7×105 hm2，成过熟林3×104

hm2，近成熟林1．5×104 hm2。

2．2 中国黄檗资源保护现状：我国的保护植物工作在建国

以后才得到发展。有关珍稀濒危植物黄檗的保护在我国已经

开始受到重视。1987年出版的《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

录》(第一册)将黄檗定为渐危种类，列入3级重点保护植物。

1987年国家医药管理局颁发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

种名录》中把黄檗的药源植物黄檗列为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国

家二级保护物种。1989年出版的《中国珍稀濒危植物》和

1990年出版的《中国植物红皮书》都把黄檗列为保护树种。

1999年国家林业局、农业部颁布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

名录》(第一批)中将黄檗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树种。地亢政府

结合当地情况也制定了若干地方性珍稀植物黄檗的探护法

规，吉林省林业厅2002年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国家二

级保护植物黄檗保护管理的通知，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严禁采伐原生天然生长的黄檗，对天然林促进人工林天然更

新等抚育时，采伐区内的黄檗一律不得采伐。

3黄檗资源的保护价值

3．1黄檗的研究价值：黄檗为古老的残遗植物，对研究古代

植物区系、古地理及第4纪冰种期气候有科学价值[2]。高等

植物每种平均携带遗传基因40万个以上，一个物种就是一

个基因库，其中很多对人类来说是育种的好材料，它们是人

类必不可少的后备种质资源。

3．2黄檗的利用价值：黄檗内皮即关黄柏，是名贵中药黄柏

的主流商品，无论从品质还是供销情况看都是黄柏的第一品

种。黄柏具有消热燥湿、泻火解表、退虚热之功效，独特的抗

真菌作用，是临床应用比较广泛的药物。20世纪60年代以

前，黄柏产销量在1×106 kg左右，基本上处于产不足销、供

应紧缺状态；至90年代初，黄柏产量达到4×106～6×106

kg。黄檗的根、茎、叶、果实和种子粉碎萃取可以作为开胃性

食品添加剂[1“。在日本，黄檗叶已经开发作为美容商品和治

疗便秘药品的原材料。相信随着黄檗化学成分研究工作的开

展，人们对黄檗的认识会越来越完全。

黄檗是“东北三大硬阔之一”，木材黄色至黄褐色，材质坚韧、

纹理美观、耐湿、耐腐、富弹性，是重要的国防和工业用材[1⋯。

黄檗树冠宽阔，秋季叶变黄色，可作为秋色叶绿化树种。

在园林绿化中常作为庭荫树或成片栽植。另外，黄檗对以

SO。铅为主的复合污染物具有很强的抗性[1“，可作为抗污

染树种。

黄檗是潜在的工业软木材料，在前苏联远东作为饲养蜜

峰的重要蜜源树种，而且它的果实可能成为重要的杀虫

剂[1“。黄檗与红松混交能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，增加红松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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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。在白俄罗斯与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 L．混交的时候

被称为土壤的改良者[5]。

4中国黄檗资源的濒危原因分析

关于珍稀植物的濒危机制，多年来人们给出了多种多样

的解释，如濒危的“关键性”理论、致危生境假说、叠加效应假

说、“生境破碎化导致种群异质化”濒危假说、人为因素主导

致危论等[1⋯。从本质上讲，导致植物灭绝或者使其处于受威

状态的因素无非两类，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。内部因素即

植物在长期进化、适应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利于自身发展繁

衍的因素，包括遗传力、生殖力、生活力、适应力的衰竭。由这

一因素导致的植物灭绝，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条件下一般可与

植物新种的产生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。外部因素即外界条件

对植物生长发育造成的压力或胁迫，进而形成不利于植物生

存和繁衍的因素，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。这些灾害往往

能使植物生存迅速受到威胁或导致植物大量灭绝，在致危原

因中起主导作用。

4．1黄檗濒危的外部因素：从20世纪80～90年代开始，由

于中药市场活跃，人们对黄檗开始了超越限度的不合理利

用，野生黄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，这是黄檗濒危的主要原因。

黄柏是北药中的著名种类，无论是作为传统中药还是用于现

代制药，都有极大的市场需求。在商品经济刚刚开始的1985

年，黄柏的年收购量已达3．75×106 kg[1“，如今更是有增无

减。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天然林(极少部分的成过熟林、大部

分的未成熟林)中的黄檗屡遭“立木扒皮”之厄运，天然黄檗

资源受到严重破坏。据1993年调查，黑龙江省汤原县腰营林

场的一处黄檗林，几乎全被扒光树皮而成为枯木。目前，野生

黄檗已极难见到较大面积的成片分布，只是零星分布在天然

或次生的阔叶林或红松、云杉针阔叶混交林中。

4．2黄檗濒危的内部因素：一些特殊的生物学、生态学特性

是黄檗濒危的内部因素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：(1)黄檗为

阳性树种．在林冠下难以自然更新，一般在采伐迹地或火烧

地更新良好，偶尔可见小片的幼龄纯林。但随着林龄增加(一

般经过20～30年)，黄檗的优势地位下降，逐渐被速生树种

或中庸树种压抑，最终沦为伴生树种呈单株散生状态，此期

间黄檗的枯死率为60％～70％“]。也观察到混交林中黄檗

成树的生长明显受到其他树种的抑制[1“。(2)黄檗母树下虽

然种源丰富，但无黄檗幼苗更新。通常黄檗只能在远离母树

的其他地方更新，而且在蒙古栎、核桃楸林下黄檗也难以更

新n⋯，黄檗的更新受诸多因素限制。(3)黄檗单株的平均授

粉率为52％～97％，花粉的发芽率仅为17％～41％[1“，着果

率通常仅有41．1％n⋯。此外，黄檗为雌雄异株，野生黄檗大

多是零星分散在阔叶混交林中，授粉也受到一定的限制。(4)

黄檗果实有丰欠度年变化，而种子传播主要是靠动物(以食

果鸟类为主)搬运[4]。一般认为果实和种子的丰欠对逃避捕

食有利，偶然的丰年会有剩余果实进入种子库，从而有利于

幼苗更新，但连续的欠年将更严重地影响幼苗更新。

5 中国黄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

在黄檗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问题上，应该从人类发展历史

上许多物种相继灭绝和生态系统不断恶化的事实中总结教

训，防止边发展、边破坏的情况再次发生。总体上，应当准确

把握和正确处理好保护、利用和发展的关系，明确树立以保

护为基础、以发展为核心、以科学利用促发展的思路，坚持

“保护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以发展为核心”的原则。在野生资源和

自然生态系统得到良好保护的基础和前提下，按照“资源消

耗量小于增长量”的要求控制利用资源。要促进科学的利用

方式，提高科技含量，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经济效

益。同时应大力促进人工繁育，缓解对野生资源保护的压力。

在具体操作上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。

5．1 实施就地保护：在野生黄檗的主要分布区内，应以各种

类型自然保护区(包括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)的方式，加强对

野生黄檗资源的就地保护。截止1999年底，我国已建立各种

类型和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1 146个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特

别行政和台湾区)，面积达8 450．8 hm2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

8．8％。自然保护区的建立，使我国85％的陆地生态系统类

型、85％的野生动物种群和国家重点保护的300余种珍稀濒

危野生动物、60％的高等植物和130多种珍贵树木得到较好

保护口⋯。在现有各级各类保护区和新保护区的建设过程中，

应加强对野生黄檗的关注，重视对黄檗资源的有效保护。

5．2加强基础和综合利用研究：在基础研究方面。要结合保

护生物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，进一步探究黄檗的生物学、生

态学特性，深入分析黄檗的受威状况、濒危程度，加强定量指

标体系研究。以阐释黄檗濒危的内在机制。这是生物多样性

保护工作中的关键问题[2“。

在综合利用研究方面，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就是争取改

变黄檗的单一入药方式，逐渐建立新的药用模式，这是解决

黄檗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。探索方向有两个：

一是针对成树，探讨器官取代入药(特别是以枝、叶、果实等

器官取代根、皮等器官)的可能性，以缓解对现有黄檗资源的

破坏性利用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；二是针对幼树，探讨幼树入药

及人工规模化、专用化种植的可行性，以缓解现有黄檗资源

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。

与黄檗共称为“三大木本植物药”的厚朴和杜仲，在入药

部位取代方面已有研究。对杜仲叶片、果实的研究发现，绿原

酸、桃叶珊瑚苷、总黄酮等天然活性物质的量均是叶片、果实

高于茎皮，为杜仲“以叶代皮”和扩大药用部位提供了新的科

学依据[2⋯。霍京红等测定了厚朴不同器官和部位的酚类量，

认为虽然厚朴叶片中酚类成分只相当于皮的1／5，但可每年

采集，又不伤害植物，具有药用可能[2“。刘let林开展了厚朴

矮林经营技术的实验研究并取得满意结果[2“。黄檗的入药

部位目前主要还是树干的韧皮部，相关的研究尚很少见。厚

朴、杜仲的研究结果对于黄檗有借鉴意义。

5．3促进人工栽培：黄皮树是川I黄柏的药源植物，从20世

纪70年代起，四川、陕西、湖北、湖南等产区大力发展黄皮树

人工种植，目前造林面积已达13．3万多公顷。而与黄皮树相

比，分布在东北地区的黄檗却很少有人工栽培。作为国家二

级保护植物，黄檗已被列为禁伐树种，但近年来源于木材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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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材和药用植物原料需要，黄檗的社会需求量却在迅速增

加。大力促进黄檗的人工栽培，既能缓解对现有森林资源的

破坏压力，又可提高药用植物原料的供给能力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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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诱变技术在药用植物育种中的应用与展望

吴立蓉，贺 红’，林小桦

(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，广东广州 510405)

摘要：对诱育育种技术在药用植物中的应用进行了概括性论述，总结了我国药用植物育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，

并探讨了人工诱变在药用植物育种中的发展方向及前景。指出人工诱变技术在药用植物中的成功应用，将有利于

培育药用植物新品种、提高药材的产量和质量，保证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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